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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陕西省９６个县（区、市）气象站及周边省份临近气象站近３０ａ（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气象观测资料，辅
以经订正后的各县气象哨和水文站观测数据，在对国内外葡萄区划指标分析基础上，确定以≥１０℃活动积温为一
级指标，酿酒葡萄成熟期８—９月水热系数为二级指标，冬季埋土防寒线、９月降水为辅助指标作为陕西省酿酒葡萄
气候区划指标。基于ＧＩＳ技术，利用小网格推算模型对区划指标空间化后，采用主从叠代方法，制作陕西省酿酒葡
萄气候区划图。结果表明，陕西省酿酒葡萄种植可分为４个气候区和１２个气候亚区，自兴平以东的关中东部海拔
９００ｍ以下地区是陕西省种植酿酒葡萄的最优区；对各区酿酒葡萄生产的气候因子进行了评价，提出了相应的生产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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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生产是我国水果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地制宜地发展葡萄生产，不仅可以满足城乡人民对

水果日益增长的需要，还可以为酿造加工业提供重

要原料。葡萄对环境条件适应性较强，我国各地都

可栽培。但要获得高产、优质、低消耗的果品，则必须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严格选用合适的品种进行栽培。

陕西省地处我国西北地区东部，黄河中游。全

省南北长，东西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条

件使陕西省自北向南跨中温、暖温和北亚热带三个

气候带与半干旱、半湿润和湿润三个气候区，为各种

类型葡萄生长提供了不同的气候生态环境。

近百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葡萄品种及葡萄酒种

植区划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气候区

划指标和研究方法。近年来，葡萄酿酒产业在我国



迅速发展，国内一些研究者先后提出了针对不同范

围的酿酒葡萄气候区划方案，在酒用葡萄品种气候

区划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１９８０年，黄辉白［１］

首次对北方葡萄气候区域进行研究，根据生长期积

温划分出５个气候区。罗国光等［２］在黄辉白的气候
区划基础上，将全国划分为６个葡萄气候区，每区又
划分出三个亚区；之后又以活动积温为一级指标，

８—９月水热系数为二级指标，将华北地区酿酒葡萄
划分为４个气候区，每一气候区又按水热系数分为
２—３个亚区。李记明［３］等利用生长期有效积温为
一级区划指标，成熟期降水量为二级指标，对陕西省

葡萄栽培区域进行了初步分区。李华和孟军［４］根据

陕西省９５个气象台站 ２０年气象数据，采用无霜期
为一级指标，干燥度为二级指标，埋土防线为三级指

标，成熟季降水量为四级指标，将陕西省划分为 １１
个葡萄种植气候区。

由于陕西省境内地形复杂，仅以气象台站气象

资料进行种植业区域划分难以反映复杂地形条件下

气象要素差异。本文将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综合考虑全国、其它省（区）及陕西省葡萄气候区

划指标，选择既适用于陕西葡萄生长、品质优劣，又

能反映地域分异规律，且指标间相对独立的气象因

子作为区划指标，利用ＧＩＳ技术和最近３０年气象资
料，在对区划指标空间化基础上，进行陕西省酿酒葡

萄气候区划，为酿酒葡萄的种植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 料

以陕西省９６个县（区、市）气象站及相邻省份有
关县气象站近３０ａ（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地面气象观测资
料为基础，补充各县气象哨历史观测数据和水文站

降水观测数据，在对气象哨和水文站数据进行审核

和严格筛选基础上，按最近相似原则，依据常规气象

站资料将气象哨（水文站）温度资料按差值法、降水

资料按比值法订正至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 ３０ａ平均。极
端最低气温采用近 ５０ａ（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观测资料。
统计计算各站点≥１０℃活动积温，最热月（７月）平
均气温，年平均气温，７—９月平均气温，无霜期，极
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年降水量，成熟期（７—９月）
降水量；年及生长季日照时数、日照百分率等。

地理数据采用陕西省 １∶２５万基础地理信息和
陕西省１∶２５万ＤＥＭ数据。
１．２ 酿酒葡萄区划指标选择

国内外酿酒葡萄气候区划所用指标主要集中在

光、热、水上。热量指标包括生长期≥１０℃活动积温
及有效积温，最热月（７月）平均气温，年平均气温，

７—９月平均气温，无霜期，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
等；水分指标有年和成熟期（７—９月）降水量；以及
综合水热条件的成熟期水热系数、综合光热条件的

布氏指数及于氏指数、纬度－温度指数等。
由于陕西省酿酒葡萄主要栽植在秦岭以北地

区，年日照时数普遍大于１８００ｈ，生长季４—９月日
照时数大都在１１００ｈ以上（４—１０月１２００ｈ），所以
年日照时数、生长季日照时数完全满足酿酒葡萄生

长所需的光照，光照条件不是陕西省酿酒葡萄种植

的限制性因子，热量和水分条件是影响酿酒葡萄栽

培的主导因子。

（１）温度
决定葡萄在某一地区能否经济栽培的生态条件

是气候因素，而温度是最重要的气候因子。葡萄生

长期间积温的多少，对浆果品质及含糖量和含酸量

等有很大影响。根据积温等气候因子，可以估算浆

果的成分和特征，从而确定该地区生产的葡萄，适用

于作何种用途或酿制哪种酒类［５－６］。

陕西省≥１０℃活动积温从北向南具有很好的地
域分异规律，其变化范围在 ２８００～５０００℃·ｄ。

≥１０℃活动积温与其它热量指标有很好的相关性，
它与年平均气温、无霜期日数、７月平均气温相关系
数分别为０．９６、０．９、０．９２；且≥１０℃活动积温既能表
征气候特征，又能对应不同热量条件适栽的葡萄品

种，所以选择≥１０℃活动积温作为陕西省酿酒葡萄
气候区划的一级指标。根据文献［２－３，５－６］并结合陕

西省气候特点，确定其分级标准如下：

Ⅰ 冷凉区 ≥１０℃活动积温 ２８００～３２００℃·ｄ
Ⅱ 温凉区 ≥１０℃活动积温 ３２００～３７００℃·ｄ
Ⅲ 中温区 ≥１０℃活动积温 ３７００～４２００℃·ｄ
Ⅳ 暖温区 ≥１０℃活动积温 ＞４２００℃·ｄ
陕西省境内海拔１４００ｍ以上山区≥１０℃活动

积温低于２８００℃·ｄ，热量条件差，不适宜种植酿酒
葡萄，所以将≥１０℃活动积温小于 ２８００℃·ｄ地区
定为不能种植区。

在葡萄生产管理中，冬季埋土防寒与否对生产

投资和收益的大小有很大影响。本区划将全国埋土

防寒线———历年极端最低气温平均值 －１４℃等温
线［４］作为区划辅助指标，将陕西省划分为冬季覆盖

和不覆盖两大区。其走向为，自韩城北部向西，经合

阳、澄城至洛川西南，再由白水西北部向西经铜川、

耀县南部、淳化北部、彬县东南、永寿、岐山、凤翔、千

阳至陇县北部。此线以南，葡萄在不覆盖条件下可

以安全越冬，此线以北则反之。

（２）降水
水既是葡萄的主要组成部分，又是树体营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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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主要媒介。一般认为，年降雨量都有较宽的变

幅，但雨量太多或太少对葡萄栽培均不利，特别是在

采前一个月内需避免过多的水分［１，７］。

根据水热系数理论，在葡萄成熟期，在采收前１
个月内的降水不大于１００ｍｍ，成熟期前２个月内水
热系数 Ｋ值小于１．５（Ｋ＝１０∑ｔ≥１０℃／Ｒ，式中∑ｔ
≥１０℃为成熟前 ２个月≥１０℃活动积温，Ｒ为同期
降水量）时，生产的葡萄可酿制优质葡萄酒，当 Ｋ值
在１．５～２．５时可酿制一般品质的葡萄酒，成熟期 Ｋ
＜１．５是世界上著名酿酒葡萄产区的共同特
点［３－４，７－８］。

陕西省年雨量从北向南为３５０～１２００ｍｍ，陕北
北部因降水稀少，年降雨量常不足 ４００ｍｍ，需灌溉
才能满足葡萄生长需要，且陕西省大部分地区降水

主要集中在夏季。李记明［３］、李华等［４］曾以７—９月
降水量作为陕西酿酒葡萄品质的划分标准。由于

７—９月降水量和成熟期各时段水热系数（Ｋ７－８，
Ｋ８－９，Ｋ７－９）有极好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８８、０．８９、０．９３，而７—８月、８—９月和７—９月水热
系数之间的相关性均在０．９８以上，考虑到水热系数
综合反映了葡萄成熟前降水和热量的相互作用，并

在各地葡萄区划中得到广泛应用，且陕西葡萄大都

在９、１０月采摘，故选择 ８—９月水热系数作为区划
二级指标，以鉴别对应不同气候区生产的酿酒葡萄

品质优劣。

陕西省各地８—９月水热系数均大于１，秦岭以
北小于２．０，秦岭以南则大于１．５。陕南秦巴山区海
拔８００ｍ以上地区 ８—９月水热系数一般为 ２．０～
５．０，９月降水在 １３０ｍｍ以上，不适宜酿酒葡萄种
植。根据陕西省水热系数的分布状况，划分其分级

标准为 Ｋ８－９＜１．５，干燥亚区；１．５≤Ｋ８－９≤２．０，湿
润亚区；Ｋ８－９＞２．０为过湿亚区。对应 Ｋ８－９＜１．５
地区，可以生产优质酿酒葡萄，１．５≤Ｋ８－９≤２．０地
区，仅能生产中等品质酿酒葡萄，而 Ｋ８－９＞２．０的过
湿亚区不适宜酿酒葡萄种植。

秦岭以北地区９月降水一般在１１０ｍｍ以内，秦
岭以南地区，除安康东部的白河、旬阳和商洛商丹盆

地９月降水在１００ｍｍ左右外，其它地区９月降水大
于１２０ｍｍ。对应于９月降水大于９０ｍｍ地区，其酿
酒葡萄品质明显不及９月降水量较少地区。所以选
择９月降水量为辅助指标。对干燥区（Ｋ８－９＜１．５）９
月降水大于 ９０ｍｍ地区作降级处理，为优良区；湿
润区（１．５≤Ｋ８－９≤２．０）９月降水大于１２０ｍｍ地区，
则不适宜酿酒葡萄种植。

（３）根据分析结果，确定陕西省酿酒葡萄气候
区划指标

１）一级指标（≥１０℃活动积温）

Ⅰ 冷凉区 ２８００～３２００℃·ｄ
Ⅱ 温凉区 ３２００～３７００℃·ｄ
Ⅲ 中温区 ３７００～４２００℃·ｄ
Ⅳ 暖温区 ＞４２００℃·ｄ
２）二级指标（Ｋ８－９）
Ａ干燥亚区（Ｋ８－９＜１．５）
Ｂ湿润亚区（１．５≤Ｋ８－９≤２．０）
Ｃ过湿亚区（Ｋ８－９＞２．０）
３）辅助指标（９月降水）
在干燥亚区（Ｋ８－９＜１．５），Ｒ９≤９０ｍｍ为优质产

区，９０ｍｍ＜Ｒ９＜１００ｍｍ为优良产区。
在湿润亚区（１．５≤Ｋ８－９≤２．０），Ｒ９＞１２０ｍｍ不

适宜种植酿酒葡萄。

４）辅助指标（越冬期埋土防寒线）
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１４℃。

１．３ 气象要素空间化

根据陕西省≥１０℃活动积温、８—９月≥１０℃活
动积温的分布特征，将观测站数据分为秦岭北、秦岭

南汉江北、汉江南三个分区域，分别将积温与经度、

纬度、高度作线性回归分析，建立小网格数据推算模

型；利用该模型及陕西省 １００ｍ×１００ｍ的 ＤＥＭ数
据、经纬度数据计算得到各网格点上的积温数据；对

于用模型计算得到的站点积温值与实际观测积温之

间的残差，利用反距离权重法进行空间插值，得到网

格点的残差值，将网格点的计算值加上残差项就得

到各网格点的积温值。

根据陕西省降水量的分布特点，将陕西８—９月
降水分为陕北、关中西部、关中东部、秦岭到大巴山

以及米仓山、大巴山区域，分别将降水与经度、纬度、

高度作回归分析，建立小网格数据推算模型，利用地

理信息数据得到降水的小网格推算模型，实现８—９
月降水量和９月降水的小网格空间化。具体方法模
型及方法参见文献［９－１２］。
１．４ 区划方法与区划图制作

本研究采用主导因子主从叠代法进行区划，即

将≥１０℃活动积温为主导因子，按酿酒葡萄气候区
划一级指标标准，将全省酿酒葡萄栽培分为 ４个气
候区：冷凉区、温凉区、中温区、暖温区；根据８—９月
水热系数，将每一气候区分为３个亚区：Ａ干燥亚区
（Ｋ８－９＜１．５）、Ｂ湿润亚区（１．５≤Ｋ８－９≤２．０）、Ｃ过
湿亚区（Ｋ８－９＞２．０）。在上述分区栅格图上叠加水
热系数矢量线图、冬季埋土防寒线矢量线图和 ９月
降水９０ｍｍ矢量线图，以示对应不同气候区酿酒葡
萄的品质等级及越冬状况（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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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陕西省酿酒葡萄气候区划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ｉｎｅｇｒａｐｅ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区划图制作是利用 ＧＩＳ技术，实现≥１０℃活动
积温、８—９月≥１０℃活动积温、８—９月降水量、９月
降水指标空间化基础上，８—９月水热系数矢量图是
对８—９月≥１０℃活动积温（∑ｔ８－９）栅格图和 ８—９
月降水量（Ｒ８－９）栅格图，按关系式 Ｋ＝１０∑ｔ８－９
≥１０℃／Ｒ８－９进行计算，得到 ８—９月水热系数栅格
图，将 Ｋ８－９＝１．５，Ｋ８－９＝２．０等值线转换成矢量线。
９月降水按９０ｍｍ转换矢量线。由于对应于湿润亚
区（１．５≤Ｋ８－９≤２．０）秦岭以北大都在１００ｍｍ以内
（仅凤翔一带达 １００～１０５ｍｍ），秦岭以南大部都在
１１０ｍｍ以上，所以没有作 ９月降水 １２０ｍｍ矢量线
图，仅在评述中进行说明。

２ 结果与分析

由于陕南秦巴山区 ８—９月水热系数为 ２．０～
５．０，海拔在８００ｍ以上，这里年雨量大于８００ｍｍ，成
熟期降水量（７—９月）在 ４００ｍｍ以上，９月降水在

１２０ｍｍ以上，不适宜酿酒葡萄种植，所以对区划结
果中的ⅠＣ、ⅡＣ、ⅢＣ、ⅣＣ区不再对其进行评述。
２．１ Ⅰ冷凉区（≥１０℃积温２８００～３２００℃·ｄ）

包括延安中部、榆林北部大部地区；宝鸡、咸阳

北部部分地区。根据水热系数分为：

ⅠＡ陕北长城沿线冷凉干燥区：主要包括榆林
的定边、靖边北部，横山、榆阳区、神木和府谷海拔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ｍ地区。该区位于陕西省最北部，年
平均气温 ７．０℃～９．０℃，最热月（７月）平均气温
２１℃～２３℃，无霜期１４０～１５５ｄ，年极端最低气温多
年平均－２４．６℃～－２３℃。年降水量３４０～４００ｍｍ，
９月降水５０～５５ｍｍ。该地区光照条件好，年日照时
数２６００ｈ以上，是全省光照条件最好地区。热量、
降水略显不足，年降水量不足 ４００ｍｍ，需灌溉才能
满足葡萄生长需求。虽然该区葡萄成熟期 ８—９月
水热系数小于 １．５，但因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 －
２５℃～－２３℃，故越冬期必须埋土防寒，加大了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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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栽培的经济成本。由于热量条件限制，本区只

能种植早、中熟酿酒葡萄品种。

ⅠＢ陕北黄土高原冷凉湿润区：包括延安的子
长、安塞、志丹、吴起、宝塔区、甘泉、富县、洛川、黄

龙、黄陵，宜川西部，铜川的宜君及咸阳北部的旬邑

北部，彬县南部，宝鸡的陇县、千阳、凤翔、麟游北部，

海拔１１００～１３００ｍ地区。该区年平均气温８℃～
９．５℃，最热月（７月）平均气温 ２１℃～２２．５℃，无霜
期１４５～１７０ｄ，年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 －２２℃～
－１６℃。年降水量 ４５０～６５０ｍｍ，９月降水 ６０～８０
ｍｍ。该区宝鸡、咸阳的热量、降水条件比延安要好，
总体热量和降水较 Ａ区略好，但冬季仍需埋土防
寒。同Ａ区一样只能种植早熟葡萄品种。由于８—
９月水热系数为 １．５～２．０，该区只能生产中等品质
酿酒葡萄。

由于ⅠＡ和ⅠＢ区热量少，冬季寒冷，主要生产
低度佐餐酒和高酸度香槟酒。品种适宜选择优良早

中熟品种，如霞多丽、琼瑶浆、贵人香等。

２．２ Ⅱ温凉区（≥１０℃积温３２００～３７００℃·ｄ）
主要包括陕北东部沿黄河各县，渭北海拔 ９００

～１１００ｍ地区，宝鸡西部、咸阳北部和秦巴山区９００
～１２００ｍ浅山丘陵区。根据水热系数可分为：

ⅡＡ陕北东部黄河沿岸温凉干燥区：本区包括
陕北东部黄河沿线的府谷东部、神木南部、横山北

部、榆阳区西南部、佳县、绥德、米脂、清涧、子州、延

川、延长、宜川等海拔９００～１１００ｍ地区。该区年平
均气温８．５℃～１０℃，最热月（７月）平均气温２３℃～
２５℃，无霜期１５０～１７０ｄ。年降水量３５０～５５０ｍｍ，９
月降水 ５０～６５ｍｍ。本区热量、水分条件均较Ⅰ区
好，但因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２３℃～－１８℃，故
越冬期仍需埋土防寒。该区葡萄成熟期 ８—９月水
热系数 １．２～１．４５，能生产优质酿酒葡萄。根据其
热量条件，可生产优质佐餐酒（干红、干白），香槟酒

及白兰地酒料。适宜选择中熟品种，如贵人香、赤霞

珠、雷司令、索味浓等。

ⅡＢ陕北东部、渭北及商洛地区温凉湿润区：秦
岭以北主要包括陕北的清涧、子长、延川、延长西部；

渭北包括宝鸡西部、咸阳北部海拔 ８５０～１１００ｍ地
区。该区年平均气温９．５℃～１１℃，最热月（７月）平
均气温 ２２℃～２４℃，无霜期陕北 １６０～１７０ｄ，渭北
１８０～２００ｄ。年降水量 ５００～６００ｍｍ，９月降水陕北
６０～７０ｍｍ，渭北７５～９０ｍｍ。本区热量降水条件较

ⅡＡ区好，越冬条件除陕北各地需埋土防寒（极端最
低气温多年平均－２０℃～－１６℃）外，其它地区极端
最低气温多年平均在－１４℃左右，可安全越冬。由

于成熟期水热系数为１．５～２．０，故酿酒葡萄品质不
及ⅡＡ区。其葡萄酿酒方向及所选品种与ⅡＡ区相
同。

商洛地区洛南南部和商州、丹凤中北部海拔

９００～１０００ｍ部分地区 ９月降水在 ９０～１００ｍｍ地
区，可以生产中等品质的酿酒葡萄。

２．３ Ⅲ中温区（≥１０℃积温３７００～４２００℃·ｄ）
主要包括陕北沿黄河、渭北中东部、关中中西部

及南部海拔５００～８００ｍ地区，陕南安康东部和商洛
地区海拔 ７００～９００ｍ浅山丘陵区。根据水热系数
可分为：

ⅢＡ陕北沿黄、渭北中东部中温干燥区：本区主
要包括陕北黄河沿岸、自乾县以东的礼泉、泾阳、三

原、耀县、富平、蒲城、白水、澄城、合阳、韩城等渭北

中东部海拔 ５００～８００ｍ地区。该区年平均气温陕
北黄河沿岸 １０℃～１１℃，渭北中东部地区 １２℃～
１３℃；最热月（７月）平均气温 ２４℃～２６℃；无霜期
１８０～２１０ｄ；年降水量除陕北黄河沿岸不足５００ｍｍ，
其它地区５００～６００ｍｍ；９月降水陕北黄河沿岸５０～
６０ｍｍ，其它地区 ７０～９０ｍｍ。本区热量降水条件
好，越冬条件除陕北黄河沿岸极端最低气温平均－
１９℃～－１５℃，需埋土防寒外，其它地区极端最低气
温多年平均在－１４℃以上，不覆盖可安全越冬。

本区热量充足，雨量适中，光照条件好，是陕西

省酿酒葡萄生产最佳产区，能生产优质佐餐酒（干

红、干白），半甜葡萄酒和优质白兰地。可选择晚熟

品种，如赛美蓉、意斯林、白玉霓等。

ⅢＢ关中西部、东南部，商洛东部浅山丘陵中温
湿润区：主要包括宝鸡市以东的宝鸡县、凤翔、岐山、

眉县、扶风和乾县西部，关中东南部的长安、蓝田、临

潼、临渭区海拔 ５００～８５０ｍ地区，以及陕南中东部
海拔７００～９００ｍ浅山丘陵区。

本区年平均气温 １１．５℃～１３℃，最热月（７月）
平均气温２４℃～２５℃；无霜期秦岭以北２００～２１０ｄ，
秦岭以南２１０～２２０ｄ；年降水量秦岭以北 ５５０～６００
ｍｍ，秦岭以南 ６５０～９００ｍｍ。９月降水秦岭以北除
凤翔一带在１００ｍｍ以上，其它地区９０～１００ｍｍ；秦
岭南部商丹盆地 １００ｍｍ左右，秦岭南部其它地区
１２０～１４０ｍｍ。本区秦岭北部的宝鸡市、关中东南部
和商洛的商丹盆地，因成熟区水热系数 １．５～２．０，
且９月降水１００ｍｍ左右，只能生产中等品质的酿酒
葡萄。其它地区虽水热系数相同，但 ９月降水一般
在１２０ｍｍ以上，故不适宜酿酒葡萄种植。
２．４ Ⅳ温暖区（≥１０℃积温＞４２００℃·ｄ）

主要包括关中平原中东部、陕南海拔 ６００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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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平坝区。根据水热系数，又可分为关中平原东部

温暖干燥区和关中平原中南部，汉中、安康盆地及商

洛东南部温暖湿润区。

ⅣＡ关中平原中东部温暖干燥区：本区为关中
平原自兴平以东，包括户县、长安北部、西安城郊、咸

阳城郊、临潼、高陵、阎良、临渭、华县和华阴北部、泾

阳、三原、大荔、蒲城、合阳、韩城等县（区、市）海拔

５００ｍ以下地区。该区年平均气温 １３℃～１４℃，最
热月（７月）平均气温 ２５℃～２７℃，无霜期 ２００～２３０
ｄ，年降水量大部地区５００～５５０ｍｍ、南部较多在５５０
～６００ｍｍ左右，９月降水自兴平、咸阳、高陵、渭南、
华县至潼关以南９０～１００ｍｍ，以北均小于９０ｍｍ。

本区热量充足，光照条件好，降水适宜。但因降

水主要集中在夏季，所以易出现病害。本区 ９月降
水小于 ９０ｍｍ的优质产区适宜选择半干或甜型酒
用品种，如玫瑰香、索味浓、灰比诺等，９月降水大于
９０ｍｍ地区属酿酒葡萄优良产区，宜栽培佳利酿、白
玉霓、白诗兰等白兰地酒用品种。

ⅣＢ陕南盆地和关中平原中南部温暖湿润区：
本区主要包括陕南汉中、安康盆地和商洛商丹盆地、

商南东南部海拔６００ｍ以下地区，关中中南部的武
功南部、周至北部和眉县东部等小部分地区。该区

关中中南部部分热量条件与关中东部温暖干燥区相

似，年雨量 ６００ｍｍ以内，９月降雨量 １００ｍｍ以内，
故可生产中等品质的酿酒葡萄。陕南部分虽然成熟

期水热系数为 １．５～２．０，但因年降水量较大，一般
７００～９００ｍｍ，成熟期７—９月降水量３４０ｍｍ以上，９
月降水量大部地区在１２０ｍｍ以上，影响酿酒葡萄品
质，故不适宜酿酒葡萄种植。安康地区的白河、旬阳

部分地区，商洛市的商南沿江地区，９月降水 ９０～
１００ｍｍ，故该地区可以生产中等品质的酿酒葡萄。

３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参考国内外酿酒葡萄气候区划指标研究

基础上，根据陕西省气候条件，确定以≥１０℃积温为
一级指标，成熟期水热系数 Ｋ８－９为二级指标，极端
最低气温多年平均和 ９月降水量为辅助指标，将陕
西省酿酒葡萄种植划分为冷凉区、温凉区、中温区和

暖温区４个气候区，每个区通过水热系数再分为干
燥亚区、湿润亚区、过湿亚区，最终成为１２个气候亚
区；由于秦巴山区的过湿亚区以及渭北、黄土高原高

海拔地区和秦岭高山地区不适宜种植酿酒葡萄，所

以在区划结果中未对其进行评述。

区划结果表明，ⅠＡ陕北长城沿线冷凉干燥区，
由于热量条件限制只能种植早、中熟酿酒葡萄品种。

ⅠＢ陕北黄土高原冷凉湿润区，只能生产中等品质
酿酒葡萄。ⅡＡ陕北东部黄河沿岸温凉干燥区，能
生产优质酿酒葡萄但越冬期仍需埋土防寒。ⅡＢ陕
北东部、渭北及商洛地区温凉湿润区，酿酒葡萄品质

不及ⅡＡ区，商洛地区洛南南部和商州、丹凤中北部
部分地区可以生产中等品质的酿酒葡萄。ⅢＡ陕北
沿黄、渭北中东部中温干燥区，热量充足，雨量适中，

光照条件好，是陕西省酿酒葡萄生产最佳产区。Ⅲ

Ｂ关中西部、东南部，商洛东部浅山丘陵中温湿润
区，大部只能生产中等品质的酿酒葡萄。ⅣＡ关中
平原中东部温暖干燥区，热量充足，光照条件好，但

因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所以易出现病害；需要根据

９月降水选择葡萄品种。ⅣＢ陕南盆地和关中平原
中南部温暖湿润区，关中中南部部分可生产中等品

质的酿酒葡萄。陕南部分不适宜酿酒葡萄种植。安

康地区的白河、旬阳部分地区，商洛市的商南沿江地

区，可以生产中等品质的酿酒葡萄。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区划成果只是地带性的趋势

分布，生产上由于具体条件差别，以及受局地小气候

的影响，最佳产区内不是处处最佳，而中等适宜区内

也有适宜的地方，应根据品种和具体情况，具体掌握

以不失其科学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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